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鞠躬尽瘁：

邓颖超记录苏兆征遗嘱

在中央档案馆中，存有一份苏兆征同志的
遗嘱。 这份由邓颖超在苏兆征弥留之际匆匆记
录的遗嘱中，从“大家共同努力奋斗”“大家同
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”等
寥寥数语可以看出，这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
人在生命最后一刻，意识已模糊，仍念念不忘
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。

１９２９

年
２

月
２５

日晚，

４４

岁的苏兆征因积
劳成疾病逝于上海。 当天下午，邓小平和邓颖
超等去医院看望病危的苏兆征，邓颖超记录了
苏兆征的遗嘱，并交给党中央。 邓小平在苏兆
征病逝的第二天，在遗嘱右侧的空白处挥笔写
下了一段注释，叙述苏兆征弥留时的情形：“这
是小超记的”，“这是兆征临终时……说的。 此
时兆征同志的神志已极不清楚，且不能多说话
了。 就这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清楚而且极模糊
的。兆征死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二十分。 ”

２

月
２６

日，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
电：苏兆征死在工作中，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
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
神，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。

苏兆征
１８８５

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贫苦
的农民家庭。

１８

岁时，由于在家乡无以为生，年
轻的苏兆征只好背井离乡， 到外国轮船上当
“侍仔”（即杂役）。 多年的海上漂泊，使他不仅
有机会耳闻目睹欧美各国如火如荼的工人运
动，还经常接触正在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奔走
的孙中山，从而加入同盟会，开始投身革命事
业。 在一次又一次率领海员们反抗工头粗暴对
待的斗争中，苏兆征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而出
色的工人运动领袖。

据史料记载，即使是在返乡居住的短暂时
光里， 苏兆征也不忘记向乡亲们介绍革命思
潮， 启发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压榨。

这些活动引起了地主的仇恨，串通反动官府将
苏兆征抓捕入狱。 一年多的牢狱之灾并未使他
退缩，反而促使他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 在
离开家乡前，苏兆征怀着激动的心情到村外江
树山脚下的“义士墓”前，掷碎了一个青碗，郑

重发誓说：“我要继承先烈遗志，为革命鞠躬尽
瘁，死而后已！ ”

在此后为工人运动奔走的日子里，“鞠躬
尽瘁”这四个字无疑是苏兆征革命生活的忠实
写照。 其子苏河清回忆说：“记得他在香港、广
州、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期间，总是早出晚归。 他
常在江边码头给工人们读报， 讲革命道理，家
中经常有伯伯、叔叔们来开会。 为此，父亲多次
遇到反动派的搜捕， 但父亲并没有被吓倒，而
是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工作。 ”

１９２５

年
３

月，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同
年

５

月，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，大
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，苏兆征当选为执行
委员。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，为抗议帝国主义
屠杀同胞的罪行，在他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领
导下，香港和广州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
工。 由于深受工人拥戴，苏兆征被一致推举为
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。

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，

在此期间， 罢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， 千头万
绪，苏兆征夜以继日地工作。 大到商议罢工策
略、 筹措罢工经费， 小到罢工工人的住宿穿
衣、一粥一饭，乃至工人子弟的教育安置，他
都亲自过问，耗尽心力。 他时时嘱咐工作人员
说：“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好工友们的生活
问题。 只有工友们生活上无后顾之忧，情绪饱
满，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。

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， 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
义者以可乘之机， 使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
损失。 ”

１９２７

年
５

月，苏兆征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
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 八七会议后，担任临时
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，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
员之一，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，负责管理中央
财务小组和全国总工会。

１９２８

年
６

月，苏兆征
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，仍当选为中
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。

１９２８

年
８

月，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
大会的苏兆征终于因为长期紧张的工作积劳

成疾，突发阑尾炎。 因身体十分虚弱，医生建议
他在苏联休养至康复后再进行手术。 然而，一
心惦记着手中未完成的工作，苏兆征不顾医生
和同志们的劝阻， 抱病回国，

１９２９

年
２

月初返
抵上海。 苏兆征没有把病痛放在心上，一直夙
兴夜寐，孜孜不倦。

１９２９

年
２

月
２０

日，全国总
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结束后，苏兆征便一病不
起。 由于当时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，为了
严守党的秘密，不增加党的负担，他既不肯将
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，也不愿
意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，耽误了病情。

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回忆说：“春节过了
五六天后，爸爸突然病倒了。 爸爸没有告诉妈
妈怎样去与党组织联系。 妈妈手忙脚乱，无所
依靠，又不懂上海话。 爸爸病势越来越危急，妈
妈只好在附近一间小医院找到一个床位，赶紧
将爸爸送去。 ”

面对经过周折才知晓病情并赶来探望的
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邓小平、邓颖超等人，已处于
弥留之际的苏兆征仍牵挂着革命事业。 他用微
弱的声音，断断续续地对大家说：“大家共同努
力奋斗！ ”

在反复叮嘱同志们“大家同心合力起来
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”后，苏兆征溘然
长逝。 长期负责罢工运动财政工作和党中央财
务工作的他，却是身后萧条，以至于中华全国
总工会为他的妻子儿女发出通告，号召“各级
工会在工人群众中， 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
捐。 应捐的数目，不定多少，只要是群众的志
愿，本爱护领袖的热诚，一文一角，集腋成裘，

当能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。 ”

苏兆征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，以实
际行动兑现了自己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承
诺，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胜
利不懈奋斗的精神源泉。 （据新华网）


